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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5万亩

2019 年
全市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新发展柑橘、榨菜等特色
产业 140 万亩，总面积达
到3075万亩。

覆盖率
97.5%

重 庆
构建9大特色产业技术创
新链，重点推广 100 个优
质良种，主要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达 97.5%，主要农
产品综合抽检合格率稳
定在97%以上。

97.5%

大事记
2月19日

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工作领导小组召开领导小组
2019年第一次会议。

2月27日
《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

人民政府关于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切实做好“三农”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渝 委 发

〔2019〕1号）印发。

9月
由市委督查办、市政府

督查办、市委乡村振兴办牵
头，对38个涉农区县和39个
市级部门开展全覆盖式督
导，形成了亮点工作清单和
问题清单。

12月30日
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工作领导小组召开领导小组
2019年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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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多万亩特色产业地里长出“金疙瘩”

1月5日上午，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
光明村气温降至6℃，刺骨的寒风吹得村道边
的树枝沙沙作响，只有几个行人瑟缩着脖子
匆匆赶路。

而村道不远处的土地里，却是一番热
火朝天的景象：三五成群的村民脱下棉袄
挥舞着锄头，有说有笑地从土里刨出一块
块“绿疙瘩”。

“这个绿疙瘩叫做前胡，是我们开荒发
展的中药材产业。”村支书向学彦喜滋滋地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2019 年，该村种植的
500 余亩前胡迎来丰收，将给村民带来近
150万元收入。

中益乡是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村民一度靠种植玉米、红薯、土豆等传统农作
物解决温饱。产业的滞后，交通的阻塞，思想

的桎梏，让当地人生活贫困。这样一个发展
滞后的乡如何实现产业振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开启
了深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行动，大力发
展起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去‘激活’大
山里的资源。”驻中益乡扶贫工作队队长李
建树告诉记者，如今，中益乡发展起特色产
业1.8万亩，其中脆红李、黄连、前胡、桔梗
等经果林、中药材蜜源植物1万亩，养殖中
蜂8000群，粮经种植比从2017年的9∶1转
变为现在的1∶9，确保每个村有1-2个主导
产业，不断提升群众产业收入。

与此同时，为了建立完善利益联结，助推
农民持续增收，该乡引进和培育了11家经营
主体，在全乡7个村分别组建集体经济股份
合作社，引导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和劳动力入

股并享受保底分红，让1000余农户与经营主
体建立稳固利益联结机制、贫困户覆盖率
100%。其中，华溪村的黄精种植基地还创新
探索“返包”机制，让45户返包农户获得管护
期工资，以增加收入。

“以前一到冬天，地里啥也没有了，村民
都窝在家里烤火打牌。耍是耍好了，就是兜
兜是空的嘛。”2018年，在村里的大力引导
与技术指导下，光明村贫困户向大林利用6
亩闲置地种起了前胡，当年就收入 1.8 万
元。2019年他又多种植了7亩前胡，预计能
多收入2万多元。向大林说，“现在‘冬闲’
变成了‘冬忙’，大家都在地头挖前胡卖，兜
兜也渐渐鼓起来了。”

2019年，仅一年生的中药材这一项产
业，中益乡就增收370多万元。

石柱中益乡兴起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粮经比从9∶1转变为1∶9

前不久，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的
巫溪县红池坝镇传来好消息：该镇打造的“红
池云乡”正申请国家3A级旅游景区，目前已
经重庆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办公
室批准并进入公示阶段。

这也意味着作为“红池云乡”组成部分
的红池坝镇茶山村，将搭上农旅融合的

“快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让农业更强、农村更
美、农民更富。

如今，随着各地乡村振兴的步伐加快，一
二三产业逐渐实现融合发展，像茶山村这样
的乡村已破茧化蝶，让重庆广袤田野升腾起
发展的新希望。

去年全市新发展特色产业
140万亩

茶山村是巫溪县最边远的村落之一，距
县城135公里，以前种植包谷、红苕、洋芋“三
大坨”为主。“虽离县城远，但离景区近。背靠
红池坝景区，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茶山村
第一书记妙晓东深知，茶山村要依托红池坝
景区发展，产业是基础。因此，茶山村积极规
划打造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园，坚持“小组团、
微田园、生态化、有特色”农旅融合发展定位，
推动农村变景区，田园变公园。

如今，茶山村正积极建设400亩李子园、
300亩前胡种植示范基地、360亩茶叶基地、
3000多棵樱花树等，打造春夏有花香、秋冬
有果采的美丽乡村。

像茶山村这样，我市不少乡村在做产
业规划时，就设计了一本“美丽经济”的账
本：先把种植产业打造成风景，再把风景变
成旅游产业。

去年来，我市紧紧抓住“结构调整”扎实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大力发展多品种、小规
模、高品质、好价钱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
向。去年，我市柑橘、榨菜、生态畜牧、生态渔
业等十大山地特色高效产业增势良好，新发
展特色产业140万亩、总面积达到3075万
亩。

全年乡村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800亿元

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发展了3000亩柑
橘、120亩精品蔬菜、150亩生态鱼塘等，如
今，村里的这些产业都变成了发展旅游的美
丽风景。

“我就是瞄准了农旅融合的发展‘钱’
景！”村民王茂雨在村里流转了120亩荒山，
发展起晚熟杂柑。此后，他依托果园开办了
一个家庭农场，并投入300万元美化果园风
景，在果园下开辟了林下石板路，并在节点位
置种了桂花树、三角梅、格桑花……焕然一新
的果园在去年的采摘游中，卖价30元一公斤
的杂柑卖了5万多公斤，纯收入60万元。

同为中华村的企业——重庆顺尧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汤勇，也在池塘边种下
垂柳、三角梅、桂花树，新建了锦鲤观赏池、荷
花池、生态鱼展示池等，原本经营单一的百亩
鱼塘变成了项目繁多的休闲生态鱼观光地，
仅去年就接待了3万多游客。

如今，在产业的带动下，我市乡村休闲旅
游业呈“井喷式”发展。2019年，我市新认定
105个市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镇、182
个示范村社、301个示范村点，打造36条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全年乡村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800亿元。

去年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预
计达3100亿元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巴南区接龙镇自
力村看到，村民们正忙着将一个个大柚子采
摘下来“选美”：高“颜值”的柚子贴上“巴味渝
珍”标签网上售卖，低“颜值”的则进入果蔬加
工企业，加工成柚子酒、柚子酥、柚子精油等
精深加工产品。

“这种深耕柚子产业发展链条，推动‘牵
一接二连三’的发展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村
民脱贫致富。”接龙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农业产业以农产品加工业为连接，
带动了第一产业、促进了第三产业，农业“接
二连三”呈现强劲势头。

目前，我市农产品加工业初步形成了以
粮油、榨菜、畜牧和调味品等为主导的产业集
群，力促各类要素加快向优势产业、优势区域
聚焦。如潼南区新建的食品工业园已引进了
4家农产品加工企业，投入3.6亿元进行柠檬、
调味品精深加工。

2019年，全市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预计
达3100亿元，同比增长10%；全市农产品加
工业完成出口交货值55亿元，同比增长3%。

在第22届中国农产品加工投洽会上，我
市加工农产品荣获7个“金质产品奖”、29个

“优质产品奖”，获奖数居全国第二。

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蜜蜂谷，管护人员正在查看蜜
蜂情况。（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张锦辉 摄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酉阳县南腰界镇红岩村四组，村民正忙着采摘金丝
皇菊。（本报资料图片） 通讯员 陈碧生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
是根本，产业兴旺是基
础。只有产业兴旺，才能
增强乡村吸引力，促进各
类生产要素向乡村聚集，
开拓农民增收新空间、新
渠道。

2019年，我市突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
高质量发展，坚持既取势
更取实，以实干促振兴，
乡村振兴迈出了坚实步
伐，有力牵引“三农”发展
持续稳定向好。

核心提示

800亿元
2019 年 ，

我 市 新 认
定 105 个市级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示范镇、182
个示范村社、301 个示范
村点，打造 36 条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全年乡村
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800
亿元。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汤艳娟、实习生吴志杰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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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县仙女湖镇轿子山草场，村民正在喂牛，肉牛
养殖成丰都的重要产业。（本报资料图片）

通讯员 陈勇 摄


